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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百 四 十 二 次 會 議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L 3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 r . G . J A R R I N G ( 瑞 典 ） 

A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加拿大、中國、哥侖比 

亜、法蘭西、伊拉克、日本、巴拿馬、瑞典、蘇維埃 

社會主共和國聯弗、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程（S/Agenda /843/ Rev. 1 ) 

― . 逋 過 議 程 c 

(a)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日幾內亜共和國大使致 

秘 書 長 函 ( S / 4 I 2 2 ) ; 

(b)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過之大會決議案 

一一四四A(十二）：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美利 

會 主 席 函 ( S / 4 I 2 7 ) ; 

(C) 一九五七年+月二十五B通過之大會決議案 

一一四四B (十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美利 

堅合衆國代表爲越南申請入會事致安全理事會主 

席函(5/4128)。 

一. 主席：這次會議臨時議程載於文件S/Agoda/ 

842/R«r . lo第一個項目爲通過議程。倘若沒有異議， 

本人將宣佈議程通過。 

二. M r . S O B O L E 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蘇聯代表團並不反對將酶時議程項目 (a )—卽 

幾內亞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問題——列入今日會議的議 

程。但是，蘇聯代表圑堅決反對將美國所提項目（‧>)及 

(C)——卽南朝鮮及南越南加入聯合國問題一列入 

議程。我們根據下列各項理由提出反對： 

三. 整整一年以來，安全理事會面前都有着美國 

代表函中所指的兩個大會決議案，卽關於南朝鮮及南 

越南加入聯合國間題的，決議案。但是在這一整年內,這 

偭問題未曾列入議程。那末在安全理事會開會前十二 

小時——赏大家業已同意議程並僅將幾內亜共和國入 

會間題列入議程以後——爲什麼Mr. LcHlge要提出這 

兩封信呢？ M r . Lodge和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旣然一 

定明瞭關於他所提出的問題的討論將產生什麼實際的 

效杲，那末就祇有一個解釋：南朝鮮及南越南入會問 

題之出現於臨時議程並沒有良好的理由，而飩粹是爲 

了要作宣傳的緣故。顯然這是美國所耱續進行的冷戰 

的一個策略，大家不能希望安全理事會中闢於這些問 

題的討論將產生任何具體的效杲。 

四. 在另一方面，若將這些問題與幾內亜共和國 

的申請一併審議，則勢必立卽產生緊張局面，使會場 

的雰圍惡化，並造成混淆情形——倘若本人可以這樣 

說的話。蘇聯代表圑鑒於將這些問題列入議程是腌粹 

出於宣傳的動機——本人將强調這偭事賁——故它認 

爲不應営利用一種策略將這些問題列入今日的議程， 

雖然本人將不反對在任何其他會議中討論這些間題。 

因此，它將投票反對將項目（b)及(C)列入議程。 

五. M e . L O D G E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不同意 

蘇聯代表所採取的立場。今日我們的議程上的項目 

是:——本人徵引這個項目——"申請國入會間題"。截 

有這偭項目的酶時議程〔S/Ag«ida/842〕是在十二月五 

曰分發的。美國不過請求在這偭項目下審艤兩項申餹， 

這兩項申請已於數年前提出於安全理事會。安全理事 

會一直據有這些申請，照我們看來議事規則中並無任 

個由來已久的申請。我們並不要求像Mr. Sobolev所 

暗示的將霉些問題m幾內亞入會問題同時審議；我們 

請求連續審議這些問題。我們提出這些問題並非是 

一種冷戰的姿態；冷戰的成份是由於蘇聯決定否決這 

些入會申請而帶來的。這便是在這個問題中的冷戰責 

任。 

六 . M r . S O B O L E 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弗）：闢於美國代表所作陳述，本人要提出一項情報。 



兩天前公佈的業經協議的議程包括申請入會問題。在 

該項標題下唯一的項目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日幾內 

亞 共 和 國 大 使 M r . D i a l l o Telli致秘書長函〔S//M22〕。 

這個讖程是經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所核准的。裉據理 

事會議事規則，事fi上准許在同一總標題下增列新的 

文件。但是，正如Mr. LcKige所明知的，這必須視該 

項目的迫切性而定。安全理事會確可准許這種措施一 

卽依照特別緊急程序審議一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必 

須確係特別緊急才行。在多數場合中，這些問題是有 

關威脅和平與安全的問題。美國代表圑今曰要列於安 

全理事會議程的問題並不特別緊急，並不需要更改業 

經理事會全體理事核准的程序。 

七. 主！^:本人不曾聽到任何人反對將項目二 

(a)列入議程，本人認爲大家同意將該項目列入議程。 

项目二 00通遍。 

八. 主序：蘇聯代表反對將項目二(b)及項目二 

(C)列入議程。因此，理事會將這兩個項目付表決。 

舉手表決。 

赞成者：加拿大、中國、哥佘比亞、法蘭西、日 

本、巴拿馬、瑞典、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 

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棄權者：伊拉克。 

目 二 （ " 及 项 目 二 （0以票對一票通遴，棄權 

者一。 

對於新會員國加人聯合國之准許： 

(a) —丸五八年十二月三日幾內亜共 

和國大使致秘書長函（S/
4

122， S/ 

4131); 

(b)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過之 

大會決—一四四A(十二）： 一 

九五八年十二 f〗八日美利竪合衆 

國代表爲大韓民國申請人會事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面(S/4127, S/ 

4129/Rev.l); 

(c)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過之 

大會決議案一一四四B (十二)： 一 
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美利堅合衆 

國代表爲越南申請人會事致安全 

理事會主席函(S/4128， S/4130) 

九.主净：幾內亞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的 申 請 是 由 幾 內 亞 共 和 國 大 使 M t . D i a l I o T e l L 向 秘 

書長提出的，並已編爲文件S /4122分發理事會各理 

事。 

一0.根據近幾年來理事會在類似的案件中所採 

取的辦法，本人建議理事會按照臨時議事規則第五十 

九條的規定直接審議此項申請，毋須發交申請國入會 

問題委員會硏究。倘若沒有人反對，本人認爲大家同 

意這個建議。 

決 定 如 * 。 

一一. 主席：關於這偭間題，伊拉克與日本代表 

團業已分發一決議草案〔3/4131〕，根據該草案，安全 

理事會將決定向大會建議准許幾內亞共和國加入聯合 

國。 

一二. 松平先生（日本）：日本代表圑謹向安全 

理事會提出決議草案一件〔5/^31〕，供其審議，這個 

草案的目的爲向大會建議准許幾內亞共和國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國。 

—三.我們在目前審議這偭問題的事實證明了法 

國有宣揚文化開導其他民族的悠久及輝煌傳統。我們 

認爲這是成千成百具有誠意勇於任事的法國人不斷努 

力所造成的結杲。我們同時亦看到這是法國在理智與 

精神生活方面提供重大貢獻的一個顯明象徵。 

一四.我們今日看到一個新典和有主權的幾內亜 

共和國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可是，我們不應忽 

視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個國家的獨立地位是由於一個 

—直到最近還在照顧它的國家採取寬大及現责主義所 

促成的。日本代表圑在這個場合中要向法國表示深切 

敬慕之忱。同時我也要以希望及祈禱的心情向新興的 

幾內亞共和國致意。我竭誠希望幾內亜前途光明並將 

有助於世界和平與人羣福利的促進。 

一 i l . M r . J A W A D (伊拉克）：伊拉克政府對於 

幾內亞之成爲一主權獨立國家並儕於非洲自由國家之 

列，深表歡迎，並威欣幸。 



一 六 . 幾內亞獲得獨立過程中的最後一個階段是 

値得我們特別予以一提的。事寶上，幾內亞獲得獨立 

地位的情形也許是各民族爲自由及獨立而奮鬭的悠久 

歷史中絕無前例的一個事件。許多民族必須從事鬭爭 

並忍受物質及生命犧牲始能從殖民主義控制下解放出 

來。幾內亜之獲得主權及獨立國家地位是根據法蘭西 

共和國憲法規定的一項承諾而來的。 

一七. 一九iil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戴高樂將軍曾 

宣告幾內亞將根據其人民的願望及他們本身的情a以 

全民表決方式自由選擇獨立,並保證法國將不加阻礙。 

此項宣言無疑地正符合法國憲法前言所載法國人民擁 

護人權及國家主權原則的觀念，這些原則爲一七八九 

年獨立宣言所規定，並爲一九四六年憲法所確認。根 

據這些原則以及民族自決原則，多數法國國外頜土均 

已獲得決定其民族前途的機會。 

一 八 .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幾內亞入民曾 

作一選擇。投票稱"否"者共計一,一三六，三二四人， 

投票稱"是"者共計五六，八九一人。幾內亜人民以絕 

大多數的否定票明白表示他們要結束殖民地地位並成 

立一個自由國家的眞tt願望。因此，一九五八年十月 

二日，幾內亞正式宣告獨立，建立共和政制，法國將 

主權移交幾內亜的手續至此完畢。幾內亞經過一種民 

主及合乎憲法的程序脫離了法蘭西帝國的範圍而變成 

了自由國家社會的一員。 

一九. 我們必須承憨幾內亜獲得獨立的情形證明 

法國已放棄其過去對其殖民地的政策。我們希望由於 

此一行動法國將爲其殖民歷史展開新的一頁——卽爲 

一七八九年偉大的法國革命和若千重要思想家及知識 

份子的理想所感召的一頁。法國耠幾內亜人民以選揮 

機會的賢明決定値得我們特別嘉許。我們希望此項決 

定乃係法國對在其統治下一切殖民地人民所將採取 

的一個政策的開始。這樣法國不但將在反對其醺民統 

治的民族中找到密切的友邦和盟國，並將取得其他許 

多仰慕法國對人類文化與知識的重大貢獻的國家的友 

誼。 

二〇.像法國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應忽視聯合 

王國政府在其殖民政策中所建立的良好榜樣。非洲有 

千百萬人民深信時至今日法國人民應擔負起具有建設 

性的歷史任務，使他們免受戰爭及毁滅的痛苦。 

二一.伊拉克代表圑業已縝密地硏究幾內亞共和 

國大使致聯合國秘書長函，該函載有幾內亜加入聯合 

國的申請。我們亦曾硏究法屬幾內亜領土會議一九五 

八年十月二日特別屆會所通過的宣言〔S /4 I22,附件 

一〕。我們欣悉幾內亞願意遵守聯合國憲章所載原則並 

決定履行憲章所規定的義務。再者，我們曾研究一九 

五八年十一月十日的憲法〔同上，附件二〕，這部憲法 

證明它具有各項民主特徵，並且我們認爲這部憲法與 

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相符。 

二二. 伊拉克代表圑認爲幾內亞這個國家符合憲 

章中各項有闢規定，因此充分具有爲聯合國會員國的 

資格。 

二三. 再者，我們欣悉幾內亞這個國家已爲世界 

各國普遍承認。在這個新共和國公佈憲法一月後，有 

五十七個國家，包括安全理事會八個理事國在內，業 

已承認幾內亞。 

二四. 伊拉克代表圑特別高與歡迎一個非洲國家 

並支持它加入聯合國。本入要代表伊拉克政府在這個 

可資慶賀的場合向幾內亞入民與政府表示我們竭鉞祝 

賀之意並希望他們將有繁榮與和平的前途。 

二 五 . 伊拉克代表圑欣然與日本代表圑聯合提出 

載於文件S/4131中的決議草案。我們向安全理事會提 

出這個決議草案，希望它將獲得理事會的一致支持。 

二 六 . S i r Pietson D D C O N (聯合王國）：聯合王國 

將欣然抉票贊成伊拉克與日本所提決議草案，該草案 

建議准許幾內亞共和國加入聯合國。聯合王國於十一 

月一日承認幾內亜共和國，聯合王國政府已在倫敦與 

該共和國大使 M r . Dia l lo Telli舉行友好商賧。我們確 

信幾內亞共和國能够並願意履行憲章所規定的各項義 

務。我們堅決相信它將對聯合國的工作提供有價値及 

具有建設性的貢獻。 

二七. 本人覺得我們在這個場合中不得不對法國 

的睿智和開明的政策表示敬意，該項政策在沒有任何 

國際糾紛的情形下使幾內亞人民能以自由投票方法選 

擇獨立的途徑。幾內亞的獨立是以和平的民主程序 

達成的，此項事實是未來的一個良好預兆。法國已爲 

它本身與此新共和國間的互信與合作的關係奠定了基 

礎。 

二八. 理事會將憶及去年另外一個西非國家一 

邋納一亦曾以和平方法達成獨立，我們也許可以提 

醒理事會，該區域內的第三個國家——奈及利亞—— 

亦在向這個途徑濶步邁進。 



二九.荩後，本人願意代表聯合王國政府謹祝幾 

內亜共和國及其人民前途無量。 

三〇.蔣先生（中國）：中國政府業已訓示本人 

投票贊成幾內亞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中國政 

府擬投贊成票的理由：第一，將此作爲中國對幾內亞 

友好的一種表示。我們希望這個新共和國政府與人民 

進步與繁榮。 

三一. 第二，中國政府準備以這次投票向幾內亞 

共和國表示我們願予協助之意——因爲一切國家無論 

新舊均有間題。新國家也許較舊國家將遭遇到蓖多的 

未可逆料的情事。一個新國家若能早日享受憲章所剴 

切說明的各國主權平等的權利，則定能加强它在國際 

社會中的獨立生活。 

三 二 . 爲了這些理由，本人將欣然投票贊成伊拉 

克及日本代表團所提決議草案。 

三 三 . M r . L O D G E (美利堅合衆國）：聯合國現 

在又看到一種在自由世界社區中產生一個新國家的和 

平演變的程序。我們大家對於這個新的非洲國è都表 

示友好的態度。幾內亞共和國在獲得主權時曾表明它 

事。 

三四. 我們亦樂於表示我們嘉許法國對於這個新 

國家的發展所袷予的指導與協助。幾內亞共和國建立 

時卽擁有豊富的人力與物力。當然我們不應低估一個 

獨立國家所面對的困難，但是我們亦不能忽視幾內55 

具有可以奠定獨立與繁榮生活的良好基礎。幾內S土 

地肥沃，物產璺富和民族圑結，所以我們之相信幾內 

亞共和國前途光明赏然是很有理由的。 

三五. 美國希望與幾內亞發生密切的聯繋，根據 

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共同合作，俾在人類自由的雰圍中 

維持世界和平與提髙生活水準。 

三 六 . 美國今日欣然投票贊成幾內亜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並向幾內亞政府與人民致賀，希望《們有 

一個快樂和繁榮的前途。 

三七. M r . S O B O L E 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們這一代正在參與並看到一項重要的歷史過 

U-卽各殖民地與屬國人民爭取自由與獨立的日益激 

烈的翮爭。亜非各國人民一個接着一個脫離了殖民主 

義的桎梏而進入到獨立民族發展的途徑。該項鬭爭最 

近?S?^產生一項,越的成就，卽在非洲成立了一個新的 

主權國家——幾內亞共和國。 

三 八 . 蘇聯代表圑及蘇聯全國人民熱烈歡迎非洲 

新成立的這個獨立國家，並希望幾內亜政府與人民建 

立其政制、經濟及文化生活的工作順利成功。蘇聯代 

表圑欣然指出，一向擁護民族自決權並認爲幾內亞人 

民的願望係屬正當的蘇聯政府是首先承認幾內亞共和 

國爲一獨立及主權國的國家之一。 

三 九 . 蘇聯政府業已表示準備與幾內亞共和國建 

立外交關係並交換使節，因爲它相信這樣將有助於發 

展兩國人民間的友好與合作，俾鞏固世界和平。 

四〇.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均表示同情這個新成 

立的非洲共和國，熱烈地支持其鞏固其獨立的初步工 

作。 

四一. 可是，我們必須指出並非毎一個人均爲這 

偭新國家的誕生而滿意。尤其不滿意的就是殖民主義 

者，他們認爲這是對於他們優越地位的進一步打擊。 

大家都知道法國的反動份子在全民表決結杲公佈以後 

隨卽對幾內亞進行一種威嚇運動，以圆逼迫它放棄獨 

立。有人竟然威脅着要對於幾內亞共和國實施經濟及 

政治制裁，使它的行政與經濟機構發生紊亂情況。威 

嚇幾內È人民的企圖是要給其他有澎湃的民族獨立鬬 

爭的殖民地一個敎訓。 

四二. 殖民主義者的這個政策當然將使這個新共 

和國在解決它所面對的問題時更感困難，但À這當然 

不能使這個國家與人民再回到爲人所憒恨的殖民主義 

的桎梏中。聯合國各會員國亦應加警惕，不要使反動 

份子得遂其陰謀。我們毫不疑惑聯合國將給幾內亞共 

和國以其渴望的援助。 

四三. 在幾內亜共和國方面，它在參加聯合國的 

工作以後將有一個機會協助維持和平與發展非洲人民 

與全世界人民間友好關係的工作。 

四四. 蘇聯代表圑因贊成聯合國會員國普及原 

則,-無保留地支持幾內亜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申請， 

並將投稟贊成已經提出的決議草案。 

四五. M r . A R A U J O (亞侖比亞）：哥侖比亞代 

表團將投惠贊成由安全理事會向大會建議准許幾內亜 

共和國加久聯合國爲會員國的決議草案。哥金比亞政 

府在這樣投稟的時候，它一方面對法蘭西孕育自由尊 

重人權的努力表^愛戴之意，同時對於這個新共和國 



亦表示熱烈慶賀及深刻同情之忱，該共和國卽將加入 

聯合國爲會員國，這是它所應有的地位。 

四六. M r . I L L U E C A (巴拿馬）：伊拉克及曰本 

代表業已向我們提出一個決議草案，建議准許幾內亞 

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四七. 巴拿馬代表圑將支持這個決議草案並將投 

禀贊成該草案，因爲它相信新成立的幾內亞共和國能 

滿足聯合國憲章第四條所規定的成爲本組織會員國的 

一切條件。 

四八. 一個新國家以合憲方式並在文明及自由原 

則的薰陶下獲得獨立，乃是一樁可資慶賀的事。這便 

是幾內亞共和國獲得獨立的情形，這應該感謝法國所 

採取的崇高與寬大的態度。我們願意趁這個機會向法 

國表示仰慕之意。 

四九. 最後，本人要代表巴拿馬希望幾內亞共和 

國作爲一個獨立國家一切順利，因爲我們確信當新與 

國家成爲本組織的會員國以後它們封於聯合國促進全 

世界經濟繁榮、和平與安全的最後目標將有新的及重 

大的貢獻。 

五 〇 . M r . R I T C H f f i (加拿大）：本人得利用這 

個棰會追隨理事會各位代表之後歡迎幾內亞加入聯合 

國，深戚榮幸。我們亦歡迎法國所採取的容智及寬宏 

的政策，該政策給幾內亞一個自由的選擇，由於該項 

選擇的結杲幾內亞才能提出這個申請。 

五一. 加拿大政府業已承認最近成立的幾內亞共 

和國政府。外交承認的法律條件當然不一定與准許加 

入聯合國的條件相同，可是我們認爲幾內亞有資格擔 

負本組織會員國的責任並享受其權利。 

五二. 我們備悉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幾內亞共和 

國國民制憲大會的宣言曾宣稱該共和國將遵守聯合國 

憲章所載各項原則，Diallo Te l l i大使在其+二月三曰 

致秘書長函〔S/4122〕中亦曾說明他奉政府命令宣告幾 

內亜共和國接受聯合國憲章所載各項義務並擔允於加 

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日起履行這些義務。 

五三. 倘若提出此項申請的時間對於法國及其聯 

盟國發生任何困難的話，我們深威遺慽，大家也許允 

宜要淸楚地闡明幾內亞與其鄰國及友邦的關係。有一 

點，就是我們瞭解法蘭西聯盟憲法不准各聯盟國於聯 

盟理事會在法律上承認幾內亞獨立以前正式承認幾內 

亜的獨立。不過，我們覺得此時幾內亞的入會是與我 

們的聯合國會員國普及原則和非洲人民和平演進的觀 

念相符的。 

五四. 因此，我們欣然對幾內亞共和國表示友好 

態度，願在聯合國內與它共同合作，並將投票贊成今 

曰曰本及伊拉克代表圑所提決議草案。 

五五. M r . G E O R G E S - P I C O T (法蘭西）：若千代 

表圑在進行辯論時曾對法國所採取的政策表示敬意並 

曾表示它們瞭解法國所擔任的任務，本人要向它們致 

謝 。 關 於 M r . Sobolev的陳述本人將不置答,因爲理事 

會中每一位理事都知道該項陳述應如何予以解釋。 

五 六 . 今日擺在理事會面前的申請案與聯合國社 

區有關，但是首先和最重要的它與法國政府有關，本 

人想沒有人會疑問法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之特別關 

切。法國政府對於一個申請國的入會，與理事會全體 

理事國一樣亦負有特別義務,但是在幾內亜一案中，法 

國政府對於理事會全體理事國負有特別責任，因爲它 

是首先採取措施促使一個新成立的國家加入國際肚會 

的國家。 

五七. 理事會各位理事都知道法國曾邀請所有構 

成法蘭西共和國的海外屬地的人民表示他們是否願意 

加入新憲法所設想的法蘭西聯盟,或願意選擇獨立一 

與法國或法蘭西聯盟聯合或不聯合的獨立。 

五八. 幾內亜人民於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決 

定採取第二項辦法——卽與法國或法蘭西聯盟聯合或 

不聯合的獨立。此項決定的結杲證明了該項諮商是在 

絕對自由的情况下進行的，倘若需要證明的話。 

五九. 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在舉行全民表決的次曰 

卽表示備悉幾內亞的反面決定造成了具有國際牽涉的 

新情勢，俾使任何人心目中不再有疑慮。十月六日，在 

幾內亞宣告獨立以後，法國政府卽明白宣告它决定不 

阻礙在Coaakry協議的辦法。 

六〇 .自彼以後，曾有許多事情發生。在這個短 

短期間內，幾內亜政府制定了一個憲法，成立了一個 

政府及行政制度，這個制度雖不完善，但是含有若干 

爲將來發展所需的某種因素。它編製了一個預算，利 

用某種籌款方法它無疑地將能應付目前的需要。附帶 

說來，這些初步結杲證明了法國在過去數年中曾做了 

許多使幾內亜發展民族意識的工作。 

六一 .這是說因幾內亞達成獨立而產生的一切問 

題此刻均已告解決了嗎？本入不得不提出一個反面的 



答覆。任何國家，尤其是一個新加入國際社會的國家， 

都不能與他國隔铯，它與國際社會的其他國家，特別 

是它的鄰國的關係必須予以明白規定。 

六 二 . 法 國 政 府 曾 告 訴 M r . Sékou T o u r é 說 倘 若 

幾內亜願意與法國建立特別關係的話，法國願意討論 

這個問題，但是必須與法蘭西聯盟各國機關舉行磋 

商。—自彼以後，我們尙未能封該項情勢作進一步的闞 

明。 

六 三 . 我們獲悉遨納與幾內亞兩國政府首長商談 

的結杲，引爲19^異。他們所計劃的聯邦的確切性質是 

什麼呢？它將產生什麼國際牽涉呢？最後，他們所提 

到的法蘭西聯盟與國協的將來關係，'其確切意義究竟 

是什麼呢？倘若幾內亞與ffl納照它們所宣告的建立一 

個"聯邦"，那末被准加入聯合國的應當是那個聯邦。 

在該聯邦的憲法公佈以前，幾內亞爲一獨立國家的地 

位仍未決定。 

六四. 我們相信所有這一切間題日後均能更見明 

朗，但是我們現在覺得關於幾內亞在與法國及法蘭西 

聯盟以及其他非洲國家關係中的未來地位尙有太多問 

題未獲解答,故理事會在此時此地未便作一最後決定。 

六 五 . 許多其他非洲領土最近業已達成獨立，或 

卽將達成獨立，但是這種改變地位的事總是經過縝密 

計割的。最近大會還曾討論多哥蘭及嗒麥龍的將來， 

雖然這兩個.領土的領袖曾要求決定一個獨立日期，但 

是他們亦曾請求應有充份的時間以保證能順利地由法 

國託管地位進入完全獨立，俾爲各國關係人民的願利 

以及國際安定着想。 

六 六 . 以幾內亞的愤形而諭，稍亊延緩亦是必要 

的，営然延緩的時間不宜過長。那裏的情勢有些特殊， 

這種特殊情勢促成了一種較速的原則的決定，但是各 

項實際的事實仍在，大家不能强求迅速，否則就有發 

生對於各方均屬不利的不安及混亂情況之虞。 

六七. 在這種情況下並因，願拒絕考慮將來的任 

何可能性，法國代表團在舉行表決時將實行棄權。 

六 八 . 主席：本人將以瑞典代表的資格發言。 

六九. 瑞典代表圑準備支持關於建議准許幾內 

亜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伊拉克及日本決議草案〔S/ 

4131〕0 

七 0 . 我 們 曾 縝 密 地 研 究 載 於 文 件 內 的 

幾內亜共和國憲法，並曾備悉幾內亞共和國大使Mr. 

D k l l o Tern—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日的宣言。照我們看 

來，二者所包含的原則應可爲理事會建議准許這個新 

國家^入聯合國的理由。 -

七 一 . 瑞典代表圑歡迎幾內亞共和國獲得獨立地 

位,並希望這個新國家前途無量。我們確信這個國家對 

於聯合國的工作將提供有價値和具有建設性的貢獻。 

七 二 . 本人以主席的地位發言，請各位就伊拉 

克和日本所提聯合決議草案〔5/4131〕舉行表決。 

舉手表決。 

赞成者：加拿大、中國、哥佘比亞、伊拉克、 

本、巴拿馬、端典、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 

不列顚及北爱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Ô 

棄權者：法蘭西。 

该決議单案以十票對零4_逸，棄權者一。 

七 三 . 主席：我們此刻將審畿議程分項 (b)。 ^ 

國、日本、聯合王國及_美國所提決議草案〔S /4 I 2 9 / 

Rev. I〕業已向理事會各位理事分發。 

七四. M r . L O D G E (美利堅合衆國）：大會業已 

一再確認應准許大韓民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最近 

大會又於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重申該項決定〔決 

議案一一四四A (十/ 二 ) : 1。 

七 五 . 

申請，並正式表示它認】 

國。大韓民國有加入聯合國的特別理由。大韓民國是 

在聯合國主持之下才成爲一獨立國家的，由於聯合國 

的協助與支持該共和國才能保持它的獨立。大韓民國 

與聯合國的聯繋是非常密切的。聯合國在大韓民國是 

由聯合國稗國統一及善後事宜委員會來代表的。鞾國 

政府則在聯合國會所派有常任觀察員一人。 

七 六 . 大會按年根據了聯合國韓國統一及善後事 

宜委員會的報告書檢討大韓民國自由及民主政府的發 

展情形。大會並根據了聯合國鞾國復典事務處報告書 

檢討其經濟發展及進步情形，該事務處於今年年初正 

式結束其工作，成績斐然。 

七 七 . 自從韓戰結束後五年來韓國已有顯著的進 

步。我們對於韓國的成就與韓國显求耱續進步之誠意 

表示欣慰。大會是根據了大韓民國在惡劣環境下能猹 

得重大成就的事實而決定該國充分具有爲聯合國會員 

國的資格的。 



t八.我們今日在這裏有一個機會來糾正一項年 

深月久的錯誤，關於該項錯誤聯合國，特別是安全理 

事會，顯然負有責任——那就是說我們應當核准大韓 

民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申請。美國將投票贊成核 

淮該項申請，並將堅決爲韓國主持正義而奮鬭。 

七 九 . 先 生 （ 中 國 ） ： 中 國 代 表 圑 熱 烈 支 持 法 

國、日本、聯合王國及美國所提關於准許大韓民國爲 

聯合國會員國的聯合決議草案〔3/4129/&«^〕。 

八〇.中國與大韓民國是緊鄰。我們的確知道韓 

國在任何方面有資格加入本組織爲會員國。韓國的未 

豢准許入會是一項錯誤，該項錯誤是應予糾正的。 

八一. 無疑地韓國有入會的資格。韓國人民構成 

一個特殊的民族。韓國在文化方面具有偉大的傳統與 

成鈦，它此刻正在促進其現代經濟與政治發展，在這 

兩方面它已有顯著的進步。 

八二. 正如我們都知道的，在韓國發生了一項糾 

紛。就是說韓國北部此刻受到國際共產主義的侵略。 

本人認爲此項糾紛構成了聯合國應給大韓民國以會員 

國特權與權利的另一理由。這是應准其入會的理由， 

而不是應延宕其入會的理由。 

八三. Su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聯合王 

國欣然聯合其他代表圑提出刻在理事會中的決議草案 

CS /4129 /RevO,此草案建議准許大韓民國加入聯合 

國 爲 會 員 國 。 ' 

八四. _聯命國對於韓國特別感覺舆趣，聯合國會 

員國的;^單中沒有韓國乃是一項奇怪現象，此項現象 

業已歷時過久了。 

八五. 聯合王國政府承認大韓民國政flf是韓國的 

合法政府。我們一賞地支持它加入聯合國的要求，因 

爲我們確根據憲章它充分具有入會資格，它對於本 

組織的工作亦能提供有價値的貢獻。這一次本人希望 

某方對韓國加入聯合國一事所時常提出的障礙能加掃 

除，我們面前的決讒草案將獲得理事會的一致支持。 

八六. Mr* SOBOLE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爲節省理事會各位理事的時間起見，本人將一併 

處理讒程上剩餘的兩個項目。歷年來閽於准許越南及 

韓國加入聯合國問題的討論業已顯示出兩個相反的趨 

勢，卽關於解決這偭間題的兩個互不相容的看法。 

八七. 在一方面，聯合國有許多會員國業已承認 

由於越南與韓國的繼續分裂而產生的實際情況以及有 

使它們達成統一的必要，並正在堅持採取可能促進這 

兩個國家和平統一的措施。這種看法在大會第十届會 

的一項決議中說得最明白，在該届會中聯合國多數會 

員國曾明稱以分裂的國家而論，其和平統一爲當務之 

急，而准許這種統一後的國家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爲 

解決這個問題最適當的辦法。 

八八. 在另一方面，美國及支持美國的各西方國 

家歷年來曾設法促成相反的效杲，並鼓勵南韓與南越 

南統治階級採取破壞這兩個國家達成和平統一的政 

策,藉以延續它們的分裂局面。這便是美國一再設法嗾 

使聯合國寧議南韓及南越南加;\聯合國問題的目標。 

八九. 美國像任何其他國家一樣明知韓國的和平 

統一是爲緩和緊張局面及在遠東創造較爲健全的政治 

雰圍所必不可少的，並爲韓國加入聯合國的主要^決 

條件。任何旨在實施停戰協定及使韓國兩部分漸趨接 

近的倡議或措施均對韓國人民有益，並獲得亞洲及全 

世界É好和平的力量的支援及贊許。 

%o.可是，祇有一方——卽朝鮮民主主義人民 

共和國一一採取了這種措施，該共和國政碑曾有桌統 

地實施停戰協定，並不斷努力尋求促進該國和平統— 

的方法。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人民志願零之 

撤出朝鮮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及中華人民共和 

國之要求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這種措施無疑地將 

能幫助鬆弛國際緊張局面，建立各國間的互信，並加 

强遠東的和平。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及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這種和平措施獲得亞洲各國人民的支持。 

九一. 能否進一步促進韓國和平——正如能否促 

進整個亞洲和¥—般——主要地須視美國政府是否願 

意將其軍隊撤出南韓而定。倘若美國軍隊能立卽撤出 

韓國，那末無疑地韓國兩部分人民隨卽能根據和平及 

民主原則就該國統一問題達成協議。本人要重說一遍， 

韓國根據這個原則達成統一是解決韓國加入聯合國問 

題的一個主要先決條件。 

九二. 因此，對於韓國人民具有這樣重要性的該 

國統一問題，其能否解決完全要看美國及南韓當局是 

否願意顧及人民的利益與要求而定。但是，南韓政府 

繼續阻止停戰協定的實施，而且在這一點上美國竟予 

以支特，此項事實使韓國、其他亜洲國家以及全世界 

愛好和平的人士很有理由地感覺震驚。 

九三. 各國人民尙有感覺震驚的其他理由，卽美 

國政府非但不將其軍it徹出韓國，事實上反而派增援 



部隊，特別是運輸原子武器及氲武器入南鞾。美國爲 

挑釁的反民族侵略政策。蘇聯代表圑在大會第一委員 

會中討論韓國問題時曾列舉許多事實來支持此點。在 

此間的全體代表一包括美國代表在內——均確切知 

道這些事實。 

九四. 在這種情形下，祇有那些反對鞾國和平統 

一及希望强迫韓國全體人民接受南韓傀懾政府的人才 

能建議准許韓國一部分加入聯合國。當然蘇聯代表國 

要反對通過一項勢將阻止韓國人民童新統一其國家並 

將使韓國本已相當緊張的局勢更形悪化的措施。這個 

問題的正確解決辦法應爲促成該國的和平統一並准許 

統一後的韓國加入聯合國。 

九五. 可是，旣然西方國家堅持准許南韓加入聯 

合國，那末這個問題可以同時准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 

共和國及南韓加入聯合國的方法來解決，這樣一來，可 

將這兩個國家放在平等地位上並幫助創造爲該國兩部 

分言歸於好、進疔商諛及根據民主原則達成最後和平 

統一的有利條件。 

九 六 . 蘇聯代表圑因鑒於這些考慮擬對美國代表 

圑所提並由安全理事會某數其他理事所支持的決議草 

案〔S/4129/F*v. I ：]提出下列修正案〔S/4132〕： 

"― .將該決議草案前文第一段删去。 

" 二 . 在 前 文 第 二 段 中 以 ' 兩 項 申 請 書 ' 字 樣 

替代'申請書'字樣，並在'大韓民國'字樣前增加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字樣。 

" 三 . 在 正 文 中 ， 在 ' 大 韓 民 國 ' 字 樣 前 增 加 

'|@鮮民主主義入民共和國'字樣，並在'准許'字 

様前增加'同時'字樣。" 

九七. 蘇聯代表圑希望凡主張聯合國會員國普及 

原則並贊成韓國和平統一的人將支持蘇聯所提修正 

案並É議同時准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及南韓入 

會。 

九八. 西方國家對於申請國入會問題所採取的歧 

視政策以及它們不願以商談辦法和平解決各個待決國 

際問題並實施現有各項協定，亦構成了對越南入會問 

題的主要障礙。 

九九.本人必須特別强調以越南的情形而論，已 

經有一個關於越南以普選方式根據民主原則達成統一 

的國際協定。那個協定是在一九五四年商討印度支那 

建立和平問題的日內S會議中訂立的。協定的當事國 

爲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這些當事國曾镥允支持 

統一後的越南——而不是越南的各個部分一加入聯 

合國的申請。但是，美國完全不管日內s協定，結杲 

該項有關以自由選舉方法使越南統一的重要规定仍未 

能付諸實施。 

一〇o .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曾一再請求南越南 

営局實施日內 s會議的決定。但是，南越南當局頑 

强地不理這些請求，同時也不理日內s會議的兩位主 

席——蘇聯外交部長及聯合王國外交部長——於一九 

五六年五月在倫敦擬具的建議。 

一〇一.可是倘若南越南當局的阻撓策略不爲美 

國所批准並支持的話，它決不敢藐視該項國際協定,美 

國自始就設法破壞日內s協定。在越南停戰協定締訂 

以後，美國非但不設法促成協定之遵守與越南之和平 

統一,反而立卽集中努力增强並慷大其在越南的地位， 

俾爲爭取它在亜洲這一部分的利益計而設法將南越南 

變成一個根據地。 

—〇二.在這種情形下，春議南越南加入聯合國 

越南統一的日內^協定的政策。 

一〇三.安全理事會，特別是對於這個問題負有 

義務的各常任理事國，有責任來利用它們的攉力與影 

響加緊實施日內s協定並促成該協定所設想的越南統 

―。關於越南間題的日內^會饞的决定的實施爲准許 

該國在一且統一後加入聯合國的一項必要條件。^ 

這些考慮將投票反對關 

美國提案。 

一〇五.蘇聯代表團覺得它不得不促請安全理事 

會注意一項事實，卽關於申請國入會問題，理事會某 

數理事國——特別是美國——曾採取一種與聯合國利 

盆及發展國際合作的目標完全不符的政策。美國及其 

附和者不但不絕對遵照憲章所規定的條件及業經普遍 

問題，反而因爲某數國家的社會及政治制度而堅持對 

它們採取一種歧視政策。 



一〇六 .這種不能容忍的及久遭譴責的歧視政策 

的最顯著的表現就是對於豢古人民共和國入會申請所 

採取的態度。雖然大會第十届會時多數會員國都贊成 

縈古人民共和國以及若干其他國家入會，但是關於准 

許該國入會的決定因美國反對而不獲通過。美國及其 

附和者拒絕縈古人民共和國入會的事實——儘管在某 

一時期它們曾支持縈古人民共和國的申請——祇證明 

了這些國家反對各國人民權利平等及聯合國會員國普 

及等原則。 

一〇七.凡誠心要提高聯合國信舂的人均一致堅 

强地譴責歧視及藐視弱小國的殖民政策。今日在討論 

關於申請國入會的間題時，蘇聯代表圑不能忽視在縈 

古人民共和國一案中這種顯明地和無理地不顧憲章規 

定的情形。時至今日，迤宜結束西方國家對於豢古人 

民共和國所採取的歧視政策，而對於該國入會間題尋 

求一個積極解決辦法。 

午 後 一 時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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